
琼台师范学院 2017 级新办本科专业

自评总结

第一部分 学校基本概况

琼台师范学院办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创办于 1705 年的

琼台书院,是清代琼州府唯一府立书院,教化生徒万余人，

培养出 1 名探花、21 名进士和 172 名举人。1902 年秋，琼

台书院改办新式学堂，先后更名为“琼州府中学堂”

（1902 年）、“琼崖中学堂”（1906 年）、“琼崖中学”

（1912 年）、“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20 年）。新

中国成立后，学校先后更名为“广东琼台师范学校”

（1951 年）、“海南师范学校”（1974 年）和“海南琼台

师范学校”（1988 年）。2004 年海南琼台师范学校与海南

临高师范学校合并升格为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6 年

教育部同意在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建立琼台师范

学院，校成为以培养培训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教师为主要

任务的本科院校。2020 年学校通过省学位评审委员会的学

士学位授权单位审核评估，同年，小学教育、汉语言文

学、学前教育、科学教育、音乐学、美术学等六个新办本



科专业全部通过评估。自此，学校向着特色鲜明、国内知

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目标奋力迈进。

琼台人才辈出，声名远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

养了大量人才。琼台是海南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方，海

南成立的第一个中共地方委员会中半数以上成员是琼台师

生，琼崖革命早期主要领导人王文明、杨善集、冯平，解

放军上将周士第，海南参加红军长征的唯一女性、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原副校长谢飞以及中国当代著名数学家、教育

家范会国等，都曾在琼台求学。新中国成立后，琼台成为

海南小学与幼儿教师培养培训的主要基地，已向社会输送

了约 6 万名各类专门人才，70%的毕业生在海南基础教育一

线工作，其中大部分已成长为骨干，有逾五百人已成长为

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特级教师，他们当中有中国对

外汉语教育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邢福义，有

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曾维奋等一批优秀人才。

琼台师范学院有着 316 年的历史积淀、119 年的新学历

程、108 年的师范传统、102 年的红色底蕴和 17 年的跨越

式发展，熔铸出“无负海山、敢为琼先”的优良传统、

“宣德育人、衍道敦行”的校训精神和“品学兼优、一专

多能”的育人特色，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学校多次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依法治校先进

单位”“全国语言文字先进集体”“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

进单位”“全国普通话培训测试先进集体”“公共机构能

效领跑者”单位等荣誉称号，幼儿师范学院（现学前教育

学院）、附属幼儿园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学校现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全国模范教师 1 人，海南省教学名师 3 人，海南省优

秀教育工作者 3 人，海南省“515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1 人、第三层次人选 5 人，海南省委省政府直接联系重点专

家 1 人，海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4 人，“南海系列”

育才计划人选 3 人。

在各级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下，学校紧紧抓住升本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经过几年的建设，学校现有 24 个本科专业，其中 13 个教

师教育专业、11 个非教师教育专业，本科专业涵盖教育

学、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10892 人，其中全日制本科

学生 5373 人，本科生数量稳步增长。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568 人，其中专职教师 496 人，兼职教师 72 人，外聘教师

72 人（折合 36 名教师），生师比为 16.5:1。学校柔性引

才 162 人、海外名师 4 人。



学校是海南国际旅游岛智库联盟单位，拥有 3 个海南

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南省小学与幼儿教育研

究基地、海南省大中小幼德育一体化研究基地、海南省琼

崖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拥有 2 个省级教学示范

中心：海南省计算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前教育省

级示范基地；拥有一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海南省儿童认知

与行为发展重点实验室。学校为海南省幼儿师资培训研究

中心、海南省普通话和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挂靠单位；

同时，琼台书院博物馆（海南省教育史志办公室）设置于

学校。

学校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与乌克兰苏梅师范

大学、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列宾美术学院等高校开展

项目合作，与非洲塞舌尔国家艺术设计学院合作成立中非

艺术交流中心，积极引进加拿大早期教育与学前教育专业

优质教育资源，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州中华独立中学建立实

习基地。

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院校新办本科

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琼教高【2021】53 号）要求，我

校 2017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艺

术设计学等 4 个新办本科专业将迎来省教育厅的新办本科

专业评估。为认真做好迎评工作，学校党委和领导高度重

视，成立了以分管副校长为组长的迎评工作小组，多次组



织召开专题会、四次校内评估工作检查、邀请校外专家进

行预评估等工作。我们通过对照评审指标体系，对 2017 级

四个新办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情况进行了认真的逐项自

评，认为 2017 级四个新办本科专业达到了评估的基本要

求。现将基本情况汇报如下：

第二部分 2017 级新办本科专业基本概况

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 2017 年经教育部批准新设置

的四年制本科专业，同年 9 月开始招生。本专业现有四年

制本科生 327 名，其中 2017 级本科生 69 名，2018 级本科

生 86 名，2019 级本科生 81 名，2020 级本科生 91 名。

师资队伍上，本专业已逐步形成一支学历职称相对合

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有专任教师 12 名，其中高

级职称 8 人，占本专业教师的 66.7%；40 岁以下青年教师 5

名，全部具有研究生学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办学条件优良，教学教研建设

经费逐渐增加，现有专业教室 18 间，总面积 1748 多平

米，专用教学仪器设备总资产 889.67 万元，实验室能满足



常规科研及本科教学试验的需求。此外建设有 6 个实践教

学基地，基本能满足本科生专业见习、专业实习等实践类

课程要求。

本专业立足于海南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海南自由贸易港”战略，紧密结合学科

前沿开展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

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课内与课外并举。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各种文体活动和技能竞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7

级学生参加各类比赛获奖数量颇丰，参加各类比赛共计 95

次。2017 年共计 9 人获奖，其中 1 人获得省级奖励，8 人

获得校级奖励。2018 年共计 32 人获奖，其中 3 人获得国家

级奖励，4 人获得省级奖励，25 人获得校级奖励。2019 年

共计 40 人获奖，其中 5 人获得国家级奖励，19 人获得省级

奖励，16 人获得校级奖励。2020 年共计 12 人获奖，其中 3

人获得国家级奖励，6 人获得省级奖励，3 人获得校级奖

励。

总的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基础扎实、定位明

确、发展迅速、前景广阔，必能为海南乃至全国培养大量

优秀的计算机类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是 2017 年经教育部批准新设置的

四年制本科专业，该专业前身是 2005 年学校开设的数学教

育专科专业，于 2013 年被评为海南省高校特色专业。本专

业现有在校本科生 356 名，其中 2017 级本科生 89 名，

2018 级本科生 90 名，2019 级本科生 84 人，2020 级本科生

93 人，规模逐步发展并趋于稳定。

师资队伍上，已逐渐形成一支学历职称相对合理、教

学经验丰富、教研科研能力较强、在海南省小学数学教育

行业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学团队。现有专任教师 20 人，其中

高级职称 12 人，占本专业教师的 60%；具有博士、硕士学

位的教师 13 人，占本专业教师的 65%；40 岁以下青年教师

6 人全部具有研究生学历。学院还聘请国内具有丰富教学经

验的一线教师 8 人担任兼职教师，作为教育类毕业论文的

第二指导教师，不仅承担《小学数学教学技能训练》课程

授课教学，而且还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学生的实习、见

习、研习等各个教学环节进行指导。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办学条件优良。近四年学校累计

向本专业投入经费 226.72 万元，其中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94.29 万元，极大改善了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教学条件。现

有数学建模专业实验室 1 间、基础物理实验室 1 间、理科



教具实训室 1 间、书法实训室 1 间、微格教室 43 间，总面

积达 2300 平米，设备总价值 452.44 万元；有稳定的校外

实习实践基地 9 个，可支撑本专业学生的教育见习、教育

实习、教育研习以及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能满足基础课

及专业课的教学要求。

近年来，该专业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调整了教学计

划，调整了课程体系设置，经过几年的建设，初步形成了

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办学体系。

三、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是 2017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新设置的四年制

本科专业，英语专业现有在校本科生 390 人。师资队伍方

面，现有专任教师 24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8 人，

讲师 14 人。专任教师 24 人均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其

中，博士 1 人，在读博士 7 人。

英语专业立足海南基础教育，对海南自贸港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和相关岗位就业现状进行深入调研，邀请一线专

家参与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了培养目标和培养路

径，以“学英语、育全人、树师魂”为教学理念，为海南

自贸港基础教育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小学英语师资。

英语专业实践教学设施齐备，硬件设备投入逐年增

加。校内可使用实训微格教室 43 间，语音室 12 间，自主



学习中心实训室 4 间，教室全部为多媒体教室。建有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 8 个，利用率达到 100%。校内外教学场地、

设备、图书资源充分满足学生专业发展需求。

总的来说，英语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英语听、说、

读、写、教等多方面教学能力，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学科

素养的高素质、专业化小学英语教师，以及其他行业的教

育研究和语言文化工作者，为海南自贸港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贡献。

四、艺术设计学专业

艺术设计学专业是 2017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新设置的

四年制本科专业，前身是我校 2006 年开设的装潢艺术设计

专业和电脑艺术设计专业，目前全日制本科在校生人数 315

人。

本专业拥有一支学历和职称结构合理、教学经验丰

富、科研创作能力强、具有一定专业学术高度的“老、

中、青”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学团队。目前核心团队的主讲

教师教授 1 人、副教授 9 人、讲师 1 人。高级职称人数占

主讲教师总数的 91％。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9 人，占教师

总人数的 91％。在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

的比例为 87.5%。



艺术设计学专业办学条件优良，拥有校内专业实训室

31 间，总面积 2660 平方米。其中设有专业实训室、专业电

脑实训室、公共绘画实训室、工作坊实训室、多媒体教室

等，另外还配备有 1200 平方米的美术馆。专用教学仪器设

备总资产 528.65 万元，建设了 25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可

支撑本科学生的理论学习、校外实践、社会服务等活动，

能满足基础课与专业课教学要求。

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课内与课外

并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文体活动。通过开展辩论、

演讲、志愿者、校园新星、专业技能大赛和学术交流等多

种活动，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

生的各项能力。

艺术设计学专业学生参加各类文体比赛获奖数量颇

丰，2017 艺术设计学专业共计 76 人，参加专业作品比赛获

奖共计 119 人次，文体活动比赛获奖共计 21 人次，各类荣

誉称号 63 人次。同时参加校外社会服务项目受到实践单位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艺术设计学专业依据学校办学定位和区域经济发展的

人才需求，依托“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以服务社

会经济为宗旨，立足海南、辐射南方区域，坚持“厚基

础、宽平台、高素质、重实践、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特



色，以服务海南区域经济建设为中心，培养适应社会发展

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艺术设计专门人才。



第三部分 自评结论

综上所述，我校 2017 级四个新办本科专业办学理念先

进，办学定位、办学目标准确，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办学

指导思想正确，思路清晰，有一定的办学特色，创新意识

强，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突出；办学条件和服务师生意识较

好，保障有力。师资队伍满足教学需求，高级职称教师和

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的教师达到要求，结构合理，

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四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的

主要课程达到了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规定的开设要求；办

学条件达到了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

标要求，能够较好地利用校内外已有的教学场地、设施；

教学经费投入充足且保持逐年增长。专业建设规划科学合

理且执行情况良好，教学计划稳定，教学运行正常。各项

教学管理制度健全、规范，执行严格；实践教学体系完

整，实践教学条件满足教学需求，实践教学经费有保障。

教师从严执教，教书育人；学生刻苦钻研，学风良好；多

元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完善，监控机制运行正常，效果较

好。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符合培养目标要求；毕业论文

（设计）管理规范有序，程序严谨，质量较好。学生管理

工作到位，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较高。四个新办本科专业都

承担了一定的国家及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较



多，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发表了一定数量

和较高档次的学术论文。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普

通高等院校新办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琼教高

【2021】53 号）要求，我校认真组织，逐一对照开展自评

工作，自评结果为合格。


